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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!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干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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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对大鼠肾小球系膜细胞凋亡

的影响!采用免疫荧光法检测各组干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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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大鼠系膜细胞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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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大鼠肾小球系

膜细胞的凋亡率均明显升高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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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号通路而诱导大鼠肾小球系膜细胞的凋亡!且来氟米特

可协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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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诱导大鼠系膜细胞的凋亡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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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显示#我国慢性肾脏病的主要病因仍然是慢性肾小球

肾炎#而其中又以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的发病率最高)来氟

米特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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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是一种新型免疫抑制剂#其药理作用

主要是口服后在胃肠道和肝脏分解代谢为活性代谢产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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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发挥药理作用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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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大量体内外实验研究发现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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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抗炎*抗增殖*诱导细胞凋亡的作用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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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但是具体机制不

清楚)研 究 证 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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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号通路参与细胞的增

殖*凋亡的调节#通过通路下游凋亡蛋白而诱导细胞的凋亡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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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号通路在来氟米特对大鼠系膜细胞凋亡中的作用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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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而为临床上治疗进展性肾小球肾炎提供依据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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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与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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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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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各组加药浓度和剂量根据本课题组前期预实验和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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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#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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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样方法检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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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学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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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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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#计

量资料均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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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示#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#组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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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常情况下#肾小球系膜细胞的增殖与凋亡均较少#且二

者处于动态平衡)当外界细胞因子*炎症介质等持续作用下#

系膜细胞增殖与凋亡的这种平衡将被打破#特别系膜细胞将大

量增殖#而其凋亡将相应减少)研究发现#系膜细胞的凋亡又

对肾小球损伤的修复起关键作用)因此#通过外界因素诱导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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